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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学界已对1996-2005年国内的外语测试研

究进行了回顾（蒋显菊 2007），但近十

余年的研究进展尚缺乏梳理。 

• 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书评、理论介绍、大纲

或测试方法的操作描述、现状反思类文章

（Cheng 2008），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发

展。  

研究背景 



• 检索整理我国外语类主要期刊2006-2017年

发表的外语测试实证研究，分析研究的整

体趋势、内容和特点。  

研究目的 



• 中国知网 

• 2006-2017年12种外语类主要期刊（11种

CSSCI+《外语测试与教学》） 

• 内容分析法，略读题目、摘要、论文 

• 239篇外语测试相关的实证研究论文 

研究设计 



年份分布 



• 波动式发展的趋势 

• 2009、2011和2017年达到三个峰值 

年份分布 



• 2009年发表实证研究最多的是《外语界》

（8篇），其中6篇与机考和网考相关，因

为CET4&6从2007年开始试点网考。 

• 2011年《外语测试与教学》创刊并发表了

16篇实证研究论文。 

• 2017年发表最多的是《外语界》和《外语

测试与教学》（各10篇），其中7篇与中国

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有关。  

年份分布 



容易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：    

• 大型考试的改革 

• 外语测试体系的改革 

年份分布 



测试分布 



• 超过一半（51.89%）的实证研究关注大规模测试

。大学英语四、六级（22.18%）和英语专业四、

八级考试（16.74%）的关注度较高，BEC、PETS

、雅思、托福等其他大型考试（8.37%）和高考

（4.60%）的相关研究占比较低。 

• 近一半研究（48.12%）关注课程评估、校本考试

或自主开发的测试。 

测试分布 





• 内容大体涵盖16个主题：  
• 效度研究最多（44篇，占18.41%）； 
• 其次是人工评分研究（36篇，占15.06%）； 
• 排第三位的是试题、任务与试卷研究（32篇，占

13.39%）； 
• 第四和第五位分别是课堂评估研究（25篇，占

10.46%）和反拨效应研究（21篇，占8.79%） ； 
• 认知因素、情感因素、社会因素、考生表现、数据

处理技术受到的关注较少，均不到10篇； 
• 测评素养和认知诊断测试研究最少，各1篇。 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1位：效度研究，主要关注专四和专八考试。 
• 专四效度验证的对象较多：口试、语法词汇项目、阅

读理解和完形填空；效度证据的来源也比较广泛。 
• 口试的效度证据包括与教学大纲的内容相关性、与笔

试成绩的标准关联性、测试内容的长度和难度、施测

过程和评分、表面效度、预示效度、共时效度、理论

效度； 
• 词汇语法项目的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、基于Rasch
模型的答题反应分析和基于因子分析的构念效度； 

• 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的效度证据主要来自答题过程和

项目功能差异分析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专八的效度验证对象主要是人文知识项目： 

• （1）内容效度，如内容关联性和覆盖面； 

• （2）统计属性，如难度、区分度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2位：人工评分研究集中于四个方面。 
• 评分方法。比较分项评分法、整体评分法及其变体形
式在作文、口语、翻译评价中的应用，发现两者各有
利弊。 

• 评分信度。采用多面Rasch模型从试题、考生、评分员
、评分量表等方面对口试、作文、翻译的分数进行了
分析。 

• 评分员效应。采用多面Rasch模型探讨了评分员主观因
素对口试、作文、翻译分数的影响，如严厉度、趋中
性、集中趋势、随机效应、晕轮效应。少数研究探讨
了评分员在理解和使用评分标准上的差异。 

• 评分员培训。教师在培训前后与专家的一致性，发现
培训提高了口试评分的准确度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3位：试题、任务与试卷 
• （1）分析试题、任务与试卷的特征； 
• （2）考察不同任务和题型对成绩或答题行为的影

响，包括： 
• 听力题干的输入模式、不同的听写测试方法、视听

试题设计和音视频特征； 
• 阅读的语篇类型和题型、生词密度、单项选择题的

排序； 
• 完形填空的语篇类型、删词类型和答题方法； 
• 写作题目、提示句、图表等信息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4位：课堂评估 

• 研究者将同伴评价、形成性评价、动态评估等

应用于写作、阅读、翻译、口语等教学，取得

了良好的效果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5位：反拨效应 

• 研究对象集中于四、六级考试，研究方法主要是

问卷调查和访谈，调查群体基本上是学生，调查

的内容包括考试对其学习内容和方式、深度和广

度等方面的影响。 

• 少数研究者也对专四、专八考试的反拨作用进行

了调查，调查的对象是外语专家、教师和学生。 

• 研究发现，这些考试的正面反拨作用大于负面效

应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6位：自动评分 

• 作文自动评分研究日趋成熟，已开始应用于写作教

学。 

• 少数研究者研发了能够对翻译进行自动评分的模型

，模型对译文语义内容的评分与人工评分的相关度

在0.8以上，对语言形式评分的相关度在0.6以上（江

进林 2013；江进林、文秋芳 2010）。 

• 口语自动评分研究开始起步，朗读题型的机器阅卷

与人工评分的相关度达到0.713（李萌涛等 2008）。 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7位：机考和网考包括三个方面。 
• 考试的信、效度。研究者比较了电脑写作和纸笔写作
、机考口试和面试型口试的成绩，发现机考与传统考
试的信、效度基本一致。不过，机考会对口语产出产
生影响。在互动性的口语任务中，学生错误更多且语
速较慢。 

• 考生的态度。已有研究从机考过程观察、师生反馈、
题型分析、考生焦虑度调查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机考的
优缺点。 

• 人工评分。研究者通过比较发现作文网上阅卷的信度
高于传统阅卷。 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8位：等级量表 

•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开发近两年已取得实质性进

展。 

• 研究者分析了量表的制定方法，探究了听力、口语

、阅读、写作描述语的开发和验证过程（如何莲珍

，陈大建 2017；曾用强 2017）。 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9位：构念研究探讨了写作、口译、朗读、听力

理解、语用等外语能力要素的构成。 

• 研究方法包括对专家和评分员的问卷调查、因子分

析等。 

• 如：研究发现，英语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构念包括

思想表达、组织结构、语言的准确性、丰富性、得

体性、写作规范等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10位：认知因素：考生的策略使用。 
• 第11位：情感因素：集中于学习动机、焦虑及其对成
绩或考试表现的影响。 

• 第12位：社会因素：少数研究开始关注社会因素对测
试的影响，例如，周季鸣和刘琨（2011）考察了测试

结果的使用政策如何影响师生对测试的认识、准备和
测试结果。  

• 第13位：考生表现：分析考生在测试中反映出的问题
和困难，对教学提出相关建议。  

• 第14位：数据处理技术：试卷等值、分数等值、垂直
等值技术，以及Rasch模型的应用。 

主题分布 



• 第15位：测评素养：唐雄英（2017）通过分析测评

课程学员的学习日志等资料，探索了在职中小学英

语教师测评素养的发展途径。 

• 第16位：认知诊断测试：陈慧麟和赵冠芳（2013）

运用认知诊断测试对PISA英语阅读测试的结果进行

了实证分析，验证了对语言测试进行认知诊断的可

操作性。 

 

主题分布 



• （1）研究对象广泛 

• 既涵盖各级各类大规模高风险测试，也包括课程

评估、校本考试、自主开发的测试。 

• 研究的对象涉及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学生、教师和

其他利益相关者，如外语专家、考试设计者和命

题人员。  

研究特点 



• （2）研究内容多元 
• 涵盖效度、构念、反拨效应、人工评分、试题/任务/
试卷、认知因素、情感因素、考生表现等传统研究
主题； 

• 也包括机考和网考、自动评分、课堂评估、等级量
表、测评素养、认知诊断测试等改革举措。 

• 更重要的是，学生掌握了一部分自主评价的权力，
同伴评价、形成性评价等已初步应用于课堂教学。
可见国内研究者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测试与教学的
关系。这与1996-2005年国内的研究（蒋显菊 2007）
相比是很大的进步。 

研究特点 



• （3）研究方法综合 

• 多数研究结合使用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。 

• 具体而言，已有研究主要采用6种方法收集数据：

问卷调查、访谈、测试、考试过程观察、课堂观察

、反思日志。 

• 运用最多的是问卷调查和访谈。 

• 很多研究也使用量化统计和测量技术来处理数据，

包括多面Rasch模型、因子分析、概化理论、结构

方程模型等。 

研究特点 



• 不足： 

• （1）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本科生，少量研究

关注教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。鲜有研究涉及中

小学生、专科生、研究生等学生群体。 

研究特点 



• （2）有些考试的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。

如： 

• 绝大多数效度研究集中于专四和专八考试，针对

高考的研究仅3项； 

• 反拨效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四、六级考试，针对

高考和专四、专八考试的都仅寥寥几项； 

• 对口试任务类型的研究也比较欠缺。   

研究特点 



• （3）研究主题的前沿性有待提升，研究成果的实

用性与国际研究相比较为欠缺。 

• 国外近五年研究热点：效度、人工评分、专门用

途英语测试、认知诊断测试、测评素养  

• 对如何改进专门用途英语测试、如何以评促学、

如何对教师进行测评素养培训提供了启示。 

• 国内近年开始出现相关研究，但实证研究极少。 

研究特点 



• 需要关注中小学生、专科生、研究生等学生群体； 

• 拓展研究较少的领域，如口试任务类型、高考的效

度和反拨效应； 

• 关注专门用途英语测试、认知诊断测试、测评素养

等国际研究前沿，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测试开发、课

堂教学和教师教育课程，提高实用性。 

总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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